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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娜报道 应急装备调试完毕、
物资准备充足，49 支应急抢险救援
队伍2397人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为防御第 9 号台风“利奇马”对沈阳
浑南区的影响，浑南区各相关部门
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
安全，最大限度减轻极端天气对市
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日前，浑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了

防汛工作会议，部署各项防汛工作，
对区内易积水点位和下穿式地道桥
安排专人专车值守，33个排水泵站、
1283 公里管网清掏维护完毕，具备
满负荷运行条件；对区内 5 个深基
坑、48个地下空间及118个在建工程
逐个巡查完毕，均已安排产权单位
提前进行布防，强降雨期间全部停
产停工。

同时，全区 114 户危房的 256 名

群众均已转移完毕；覆盖全域村屯
的376套预警广播已全部调试完毕，
随时可进行避险预警；区内 13 条河
流的险工险断均已加固完毕，180名
河管员、6 名水利专家全员在岗，持
续监控河道水情；域内旅游景区景
点的游客已疏散完毕，景区均已完
成封闭；各类广告牌匾、围挡、新栽
种绿化树木等，均已完成排查加固
工作。144 名市政管理网格员、358

名市政维护人员全员上路备勤，处
理倒伏树木、广告设施的设备设施
准备到位，随时处置可能发生的险
情。

针对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雨
量大、强风破坏力强等特点，浑南区
进行了“饱和式”准备和“超常规”应
对，加强重点区域和点位的人员、物
资、设备力量布防，坚决打赢防御工
作的“攻坚战”。

昨日起，台风“利奇马”开始影响
辽宁，全省大部地区均出现降雨，大
连地区8个气象站出现暴雨。今日凌
晨及白天、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为强
降雨主要时段，其间降水强、风力大，
最大小时雨强可达 60 到 80 毫米，11
日-15 日过程最大降水量达 250 到
450 毫米，沿海地区阵风可达 9 至 11
级。

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热带
风暴级）的中心昨日15时位于山东省
青岛市南偏西方向约 130 公里处，外
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秒），中心最
低气压为980百帕。昨日傍晚前后在
山东日照到海阳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9～10
级，23～28米/秒），登陆后移速减慢，
并将在渤海到山东半岛北部一带徘
徊，强度逐渐减弱。

受台风影响，昨日全省大部均出
现降雨，与强对流天气有所不同，此
次降雨过程雨势虽然没那么凶猛，但
会持续多日，过程的总降雨量较大，
影响范围广，大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从昨日上午 8 时至 11 日 18 时沈
阳市出现小雨，局部中雨。全地区平
均降水量 5.8 毫米，最大降水量 16.3
毫米（浑南中华寺景区），最大小时雨
强 7.8 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 5.0 毫
米，最大降水量 10.1 毫米（北陵泵
站），最大小时雨强4.5毫米。

辽宁省发布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

昨日17时，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
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信息：8 月 11 日 20 时至 8
月 12 日 20 时，大连市、辽阳市、葫芦
岛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凤城市、东港
市、盖州市、大石桥市、岫岩满族自治
县、海城市、本溪市市辖区、本溪县、
义县、北镇市、凌海市、凌源市、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部分地区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二级(橙

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
风险高，请加强防范；铁岭市、抚顺
市、沈阳市市辖区、桓仁满族自治县、
丹东市市辖区、营口市市辖区、鞍山
市市辖区、锦州市市辖区、黑山县、阜
新市市辖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朝
阳市市辖区、朝阳县、北票市、建平县
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
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
范。

今日全省
有暴雨到大暴雨

辽宁省气象台预计，12日白天大
连、丹东、葫芦岛地区及岫岩、锦州市
区、凌海暴雨到大暴雨，抚顺、本溪、
营口、辽阳、盘锦地区及沈阳市区、辽
中、鞍山市区、台安、海城、北镇、义
县、黑山、朝阳市区、喀左、凌源暴雨，
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大雨，局部暴
雨，最高气温大连、鞍山、本溪、丹东、
辽阳地区26℃到29℃，其他地区22℃
到 25℃。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阜
新、朝阳、葫芦岛地区暴雨，局部大暴
雨，其他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暴

雨。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阜新地区
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到大雨。

沈阳气象台预计12日2时至8时
康平、法库降水量30～60毫米，市区、
新民、辽中降水量60～100毫米，局部
超过 12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 6～7级
的东北大风，阵风8～9级。

最大风力达11级

辽宁省气象台预计 12 日白天渤
海北部、渤海中部东北风 9 到 10 级、
阵风 11到 12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
东北风转东南风9到10级、阵风11到
12 级；大连、丹东地区东北风转东南
风 8到 9级、阵风 10到 11级，锦州、营
口、盘锦、葫芦岛地区东北风 8 到 9
级、阵风 10到 11级，其他地区东北风
5到 6级、阵风 7到 8级转 6到 7级、阵
风8到9级。

气象部门建议，有关单位要做好
小流域、小水库、小城镇防汛及重点
人群避险转移工作；山区需防范山
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避免城市内涝影响交通；停止海上作
业，加固港口设施；沿海地区风力较
大，应检查加固吊塔、脚手架、户外广

告牌，防止因大风发生倒塌和坠物伤
人事件发生。

由于“利奇马”台风强度强、范围
大，其路径随时可能会出现变化，因

此后续影响也会随之存在着很多不
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测，滚动
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建议大家根据最
新的气象信息，安排好出行。

今日全省大到暴雨 降雨将持续到15日

8月11日下午，沈阳风雨交加，市民撑伞艰难前行。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徐曼报道 雨前，环卫工人彻底
扫清路上和井口污物，防止积水；挑
选年轻并身体健康的成员担任应急
排水队员；降雨期间在单位待命，随
时赶到现场作业。雨后，及时排除
街路积水，最快速度保障交通畅通
……

截止到 8 月 11 日 18 时，沈河区
共出动1680余名环卫工人参与排水
作业，出动车辆 16 台巡视全区街路
积水情况。

同时，沈河区防指成员单位严
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

带班制度，实时汇总掌握防汛工作
相关信息，遇有突发情况立即处置
并第一时间上报。

8月10日，沈河区防指召开专题
会议针对区内积水点、危房、深基
坑、过街通道、河流沿线、拆迁区域
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城区低洼地带、
大型商业企业等重点部位，进行了
部署和安排，对强台风可能导致的
广告牌、空调外挂机等高空构筑物
及塔吊、围墙、树木、电杆电线等易
倒伏物，进行加固或拆除。视情况
提前关闭旅游景区，合理采取交通
管制。对可能造成的伤害提前预

警，加强力量进行宣传布控，重点做
好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全时段进行
巡查监测、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全
力避免人员伤亡。

对区内 7 个易积水点位、7 个深
基坑、8个地下通道及桥洞、204处地
下停车场包括人防工程、1处D级危
房、8 家危化企业、两条区管河流采
取防洪排涝措施，提前预置防汛应
急分队 23 支 1200 余人，分别担任抢
险、抢修和防汛救护等工作。区武
装部、消防救援大队、自来水、燃气、
电力、蓝天救援队等部门和社会的
抢险救援队伍共 350 余人均已整装

待命。另有 300 人的机动钩子队随
时处置低洼地段积水。

目前，沈河区共配备移动泵站 4
台、水泵 20台、铲车 10台、抢险运输
车107台；编织袋15万条、砂粒10万
立、铁锹600把、镐200把、锤100把、
救生衣 500套、木桩 500根、冲锋舟 3
艘、皮划艇 2 个。同时，与社会救援
力量沈阳蓝天救援队密切协作，提
供载8人橡皮艇19艘、船外机14台、
潜水员 4 人、水下声呐 2 部、5000 瓦
照明灯2台、抛投器7支、无人机1架
及有能力操舟志愿者 30 余人，随时
待命。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应对

“利奇马”台风，皇姑区于8月10
日 19时即召开皇姑区应对台风
的部署工作会议，区应急局、城
管局、城建局、房产局、消防和
12 个街道等相关成员单位迅速
上岗，启动应急预案方案。

皇姑区区级领导到各包保
街道，深入平房区、征收地块、建
筑工地、低洼区和易积水等重点
点位，指挥低洼区防汛排涝、现
场劝导危险区域居民尽快撤
离。同时运用各种手段发布防
强降雨提示。

目前，皇姑区组织安排力
量，对区域内9个积水点实行实
名制专人看守保障；在危房区实
行人盯人，防止在台风和强降雨
时期，躲险人员返回原住地。

截至 8 月 11 日 18 时，皇姑
区各类防护措施到位，组建由
水、电、气、应急、通讯、消防、武
装部等单位人员构成防汛抢险
突击队 350 人。对全区 14 户危
房户，已组织撤离 13 户；余下 1
户由于高龄老人癌症晚期，病情
不适宜转移，经与家属沟通，区
房产局已派专人 24 小时值守，
一旦雨量增大影响安全，随时撤
离。

皇姑区已组织
撤离13户危房户沈河区1680名环卫工参与排水作业

浑南区49支救援队2397人进入战备状态

每年的夏秋，总有台风的身影出
现，比如今年的“利奇马”、去年的“山
竹”、前年的“天鸽”。那么，台风的名
字都是谁起的呢？为什么要这样
起？有些台风为什么还要被除名？
来听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原来在台风命名的国际规则出
台之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同一台风
的命名各不相同。为了避免名称混
乱，1997 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
会召开了第 30 次会议，决定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对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的热带气旋（台风）采用一套统一的
命名系统。

命名表里共有 140 个名字，由世
界气象组织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主持的“台风委
员会”14 个成员国家和地区所提供，
每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提供10个名字。

这样一来，台风就有了一个14×
10的名称表。该表格按照每个成员英
文名的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台风到来
时，按照表格中的名称顺序依次使用。

中国提供的台风名字多数来源

于神话人物的名字，比如：风神、海
神、海葵、悟空、玉兔、白鹿、杜鹃、电
母、木兰、海棠。日本起的台风名字，
基本都是星座名称，比如：小犬、摩羯、
天兔、剑鱼、北冕、鲸鱼、小熊、天秤、蝎
虎、山猫。东南亚国家的台风名字比
较朴实无华，名字就用自然界的动植
物命名，或者用水果命名。

此次的台风“利奇马”就是一种
树名，是越南提供的。2018年的台风

“山竹”就是泰国提供的。
但世界台风委员会有个规定，一

旦某一台风对生命财产造成了特别大
的伤害或损失时，台风委员会成员可
以申请将该台风的名字从命名列表中
删去。例如，2013年第 30号台风“海
燕”登陆菲律宾，给当地造成重大伤
亡。为此，台风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
决定将“海燕”除名，由“海燕”命名国
中国提交替补队员“白鹿”。2018年对
我国造成重大损失的“山竹”被除名，
它的前任是“榴莲”，因在菲律宾造成
数百人死亡的惨剧，而被除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新闻延伸 面对台风，我们应该怎么做？
1.车辆要停好
请把车辆尽量停在高处，同时避

开广告牌、大树、临时建筑物等。因
为台风不但会带来强降雨，还会带来
大风。我们既要躲开积水，还要躲开
各种可能倒伏的东西。

2.有粮心不慌
在风大雨急的恶劣天气里，外卖

小哥们很辛苦，也很可能无法及时送
餐。大家要比平时多买一些食物，毕
竟家里有粮，心不慌嘛！

3.出门打好提前量

比起刚刚登陆时的“风头正劲”，
远道而来的台风赶到北方时已经减
弱了很多，不过它所带来的风雨仍然
不能小看。上班或者出门办事要早
点出门，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
开车的朋友要随时收听交通信息，避
开积水路段。

4.最近少出门
此次台风影响范围非常广，台风

“利奇马”可能会在渤海海面上转圈
圈，航空、铁路、海运都会受到影响，
近期就不要有出游计划啦！

台风的名字是怎么起的？


